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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讲坛

更生开展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从“拼命也要拿下

大油田”到“引漳入林”兴建红旗渠，从带领群

众治理“三害”的焦裕禄到战斗在危险前线因公

殉职的任长霞，正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以谦虚谨

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断战斗，党和国家事业才

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三个务必”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

产党的党建理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

“三个务必”的时代价值

“三个务必”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基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

党情所提出的重要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历

史发展的制高点，以世界发展的宏阔视野，以立

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和致力世界和平发展的强

烈责任感与使命感，对全党同志发出的深刻警醒。

（一）“三个务必”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

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致力于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全面从严管

党治党，在深刻总结新时代十年的宝贵经验的基

础上，明确提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

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自我革命

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长

期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

“三个务必”为党实现自我革命、推动自

我革命提供了根本遵循。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

自我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自我革命就是

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

党，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引领全党

牢记党的初心使命，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

实践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推进自我革命的

重要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以自我革命永葆党的

先进性、纯洁性，确保党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拥

护支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是实现自我革命的重要保障。在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中国共

产党人更要发扬伟大斗争精神，通过自我革命，

永葆党的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二）“三个务必”彰显新时代赶考的清醒

和坚定

70多年前，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要

求，告诫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

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进入新时代，

党面临的历史任务又有了新的重大变化，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从现在

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

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

什么出发。“三个务必”深刻体现了我们党时刻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重大考验的高度

警醒，深刻而鲜明地回答了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

发，我们要“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踔厉前行的

问题。

（三）“三个务必”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和

中心任务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和作风保障

“三个务必”是与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

任务相适应、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的新要求，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前进道路面临

重大考验的深刻考量和未雨绸缪。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建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迫切

要求中国共产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应对

新问题新挑战，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三个务必”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和中心任

务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和作风保障：明确党的

初心使命，告诫全党继承党的优良传统，要求全

体党员发扬斗争精神，从而坚定历史自信，艰苦

奋斗、埋头苦干，增强历史主动，不怕牺牲、奋

勇前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一步一步

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务必”重要论

断，既是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历史性成就的总结，

更是对全体党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的新要

求。“三个务必”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既继承了

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又立足于当前和今后

的中心任务和风险挑战，必将不断增强全体党员

的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和自觉意识，改进党员干

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引领中国共产党人以

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不断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